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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科技支撑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,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、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。在

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、信息等关键因子的基础上,论述了科技支撑能够增加土地的使用效率

和可持续利用,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,转移部分劳动力获取非农业收入,加快农民投入资金的周转,促进资金

的合理使用及提高储蓄和债券利息等财产性收入,能够加速农民对科技信息的吸收和利用而降低成本增加收入

等。进而提出了以“新”品种为抓手,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为引导,以科技培训为平台,培育壮大科技示范农户,

组建科技合作社、发挥集约化优势等通过科技支撑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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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“农业是扩内需调结

构的重要领域,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。要坚持

把解决好‘三农’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,以
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,推进农

业现代化”。中国农村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

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

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逐步完善,不仅把农村大量的

闲散劳动力资源解放出来了,也把土地的生产能力

发挥到极致;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,农民收入也

出现持续的快速增长。但社会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

也会影响农业生产,不仅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为城

镇流动务工人员,而且优良土地也在城镇化加速过

程中逐渐被蚕食,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足及信息流

通不畅也会使农村的正常生产受到影响,农民收入

增幅也会变小。因此,新时期促进农民增收是摆在

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。
目前国内关于科技支撑促进农民增收的研究颇

多,主要观点包括2个方面,一方面是科技支撑对促

进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另一方面是少数人

的观点,认为科技支撑对提高农民的收入的成效

不大。

在科技支撑对促进农民增收发挥积极作用的方

面:吴向琴认为科技支撑促进了政府部门对农民的

培训力度,提高了农民科技种植的能力和科技投入

的积极性,实现生产效益提高 [1];王群强调科技支

撑提高了农民的科学种植意识和水平,是促进农民

增收的助推器[2];徐启凤认为传播手段的创新,减少

了科技服务的中间环节,有效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

难的问题,提高了科技成果的利用效率[3];王福祥等

提出因地制宜选择推广技术,不仅增收成效明显,而
且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保护生态环境,促进

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[4];薛德

志等认为科技服务是实现农业增产、农民增收和农

产品竞争力增强的迫切需要,选择合理的科技示范

户,扶持他们,增强其示范能力和带动作用[5];李概

明等提出科技支撑主要成效表现为增产幅度大,增
收效果好,不仅表现出来好的经济效益,同时社会效

益也显著[6]。
少数学者认为科技支撑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成效

不大,主要表现为规模效应不明显,没有示范效应,
作物局限于少数作物品种,覆盖的品种不多。如陈

友祥认为科技支撑不明显主要是技术人员少,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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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者素质偏低,农业劳动力过剩,农业效率偏低使

得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、
三产业;同时他提出留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的大多

是老人和妇女,而且多是文盲或半文盲,一些农民自

给自足的传统观念仍较强,求安稳,怕风险,对使用

新技术,优良新品种,高效新肥料的推广应用,缺乏

积极性和主动性,接受慢,给推广新技术增加了

难度[7]。
以上研究大多是从宏观角度围绕科技支撑对发

展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展开的,而从影

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子角度来谈科技支撑作用的很

少,为此,本文拟从分析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因子入

手,论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,科技支撑在这些关

键因子中所发挥的作用,进而提出通过科技支撑提

高农民收入的措施。

  一、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子分析

  农民收入的变动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生产要素。
生产要素是指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

种社会资源,它包括劳动力、土地、资本、技术、信息

等,颜俊学等认为无论是农业收入,还是非农业收

入,都离不开3个基本生产要素:土地、劳动力和资

金,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收入演变都与这三

种基本要素的变化密切相关,并实现各要素的充分

流动,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,农民的收入出现了持

续的快速增长[8]。熊璋琳等提到农民收入低的一个

重要原因是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,使农产品长期低

价销售[9]。基于此,着力分析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、信
息等关键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,尤其是放在科技

支撑视角来研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,具有重要的

理论与现实意义。

1.土地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性因素

首先,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具有稀缺性,农民

收入增长空间的大小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土地资源的

绝对数量,因此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土地资源数

量的多少有直接关系。其次,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

也和土地质量有关联,因为地租随土地等级不同而

有差异,虽然目前政府免除了农业税以及其他相关

费用,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仍然是

土地的级差和后期的投入及维护。另外,尹春丽等

谈到土地利用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有着重大的推

动作用,农用地集约利用给农民带来粮食增产,满足

其粮食需求,在基本生存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投身非

农产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[10]。这就需要科

技支撑来满足对土地的合理开发与再利用,进而提

高农民收入增长的持久性。
然而,目前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:一是农

村经营土地大都采取“农地普占”的传统做法,即按

每家以户籍劳动力或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土地,从而

形成了分散、零碎、规模小的土地经营模式。据测算

和统计,只有每个农村劳动力平均耕种1hm2及以

上土地,其收益才可能超过进城务工农民收入,但在

我国达到这个标准的基本上是凤毛麟角。二是农村

土地在利用中非农业化问题严重,导致耕地的质量

和数量均有所下降。非农业化问题是以打造观光农

业、旅游农业等为名,实质上对农民来说是一种不公

平的寻租。这种现象在城乡结合部尤其突出。三是

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,有些地方政府往往用行

政化的手段来推动,缺少科学规划。遍地开花的城

镇化在吞食耕地的同时不仅没有真正发挥出城市化

的作用,同时还出现一些城镇化建设大片违规占地,
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趁建设城镇化之机,擅自占用农

业用地整体新建并搬迁办公大楼,这种严重的违规

行为至今仍时有发生。

2.劳动力是影响农民收入的直接因素

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,但总体素质较

低。主要表现在农民知识技能水平较低,接触外界

事物较少而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,对新的政策发展

机遇认识的不够,以致致富无门路增收无技术[11]。
同时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造成结构性失业,使农村

就业压力增大,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,收入

水平难以提高。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将一定土地

上承载的过剩劳动力转移,也是将有限的部分劳动

力解放出来。从经济学角度讲,只有农业劳动力投

入与土地相匹配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,否则就

会出现平均收益递减现象。
目前农村劳动力突出问题是平均受教育年限

短,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0.16%,每万

人中农业科技人员数仅为5.29人。在这种情况下,
农业生产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,也难以适

应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民自身对收入增长的要求。另

外,农业劳动力后续受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的高低

也影响收入增长的快慢,农民受教育程度高有助于

科技的运用和对农业生产的管理。

3.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催化作用

资金是联系土地、劳动力和外界信息的纽带,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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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催化剂,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科技

支撑和生产资料需要资金的投放,才能使农业生产

趋向正常和稳定,同时农业产品从种植到加工及消

费环节也要资金投入,何海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支援

农业生产、各项农业事业费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

增加农民收入起到有利作用[12]。因此在农业生产

与发展过程中,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就缺少市场活力,
会给农产品交易和流通带来困难,将会导致农民收

入增长缓慢。
近年来,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,投入到农

业生产的财政资金也逐年增加,这些资金的投入,对
于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

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,也取

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。但同时也发现,
农业资金的投入在使用和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,
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。一是专项不专,管
理分散、职能交叉、效益不明显。从资金管理情况

看,资金涉及财政、水利、畜牧、科技、农机等诸多部

门,各职能部门交叉重叠且管理分散,很难发挥出应

有的功能。二是由于资金投入来源渠道各异,管理

方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,缺乏统筹整合资金和集中

管理的效能,导致一些资金盲目投放、项目重复建

设,效益发挥不佳等现象时有发生。三是农民自身

融资困难,甚至有的只有通过高利贷来解决短期的

农业投资问题,无形之中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。

4.信息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纽带

当今是一个信息化社会,农民的生活、生产、销
售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都与之息息相关,掌握了现

代信息就能够有效地获取各种资源,减少不确定性,
降低风险,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,提升农民收入水

平,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

国,信息流通不畅是农村落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

的重要原因[13]。我国80%以上的人口在农村,提高

农村人口的信息科技文化素质对我国21世纪的农

业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,只有

提高农村人口的信息科技文化素质,才能使信息从

制约农村经济发展、阻碍农民增收的“瓶颈”变成带

动农村经济增长、加快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。
目前农业科技信息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

于:一是农民对科技信息认识不够。目前我国大部

分地区的农民思想观念相对保守、陈旧,还没有完全

摆脱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,致使对农业领域出现的

新理念、新技术、新措施领会不到位,对计算机及通

信网络非常普及的信息传递方式认识不够。二是对

科技信息管理体制还没完全理顺。现阶段农业方面

的信息主要由政府农业部门具体采集并发布,但农

业信息涉及农产品的生产、收购、销售等多方面环

节,仅靠农业部门一家管理是远远不够的,必须建立

统一协调的农业信息服务管理机构。三是农业信息

存在失真和“四多四少”现象。即宏观政策的信息

多、微观研究的信息少;共性方面的信息多、个性化

有针对性的信息少;农业生产信息多,市场流通信息

少;零散信息多,分析信息少;甚至有些信息还存在

真实性问题。

  二、通过科技支撑提高农民收入的
途径

  1.通过科技支撑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

土地作为人类生产一切物质财富必不可少的自

然条件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,其对农作物生产与

开发具有重要意义,通过科技优化配置土地不仅可

以节约用地,有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,而且还可以增

强土地可持续生产与开发能力。这具体表现为:
(1)科技支撑可以节约使用土地,相对增加土地

的供给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断

减少,可耕地资源非常有限,人均耕地只有0.1公

顷,是美国的1/125,欧洲国家的1/30[14]。科技支

撑能够在相对较少的土地上实现更大的产出和效

益。比如通过科技支撑在大棚栽种瓜果和蔬菜等农

作物,在节约土地使用面积的同时,农民收入也会大

幅增加。
(2)在一定的规模经营条件下科技支撑可以提

高土地的生产效率。许多新技术的采用是以一定的

经营规模为前提条件的,现代农业生产需要一定的

规模经济,同时也可以带来农民学习和采用新技术

的积极性。土地规模经营的实现相应要求转变农业

生产的经营方式,即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集约型转

变,还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规模农业、集约农业和外向

型农业。土地规模经营以科技支撑为指导,也是发

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,土地的规模经营不仅提高

了土地的生产效率,同时将农村剩余劳力从土地上

释放出来,从事其他高收入的制造业和服务型行业,
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[15]。

(3)科技支撑可以提高土地持续生产能力。土

地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特性是有助于农作物生长的土

地肥力结构环境,科学合理配置土壤的肥料结构,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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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适应农作物的生长环境,从而土壤的肥力不仅不

会耗费和减弱,而且还会可持续利用和增强。所以

科技支撑会带来土壤结构的进一步优化,最大限度

地适合农作物生长。同时科技支撑可以改良土壤环

境的结构现状,更加充分地平衡土壤的营养,合理调

节土壤的酸碱平衡,从而提高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能

力和使用效率。农业土地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降低

了农民生产的投资成本,使农产品的质量和品牌有

所提高、价格有所提升从而最大限度增加农民收

入[16]。

2.通过科技支撑提高劳动力的素质

科技支撑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不足,有
助于减小农业劳动力在耕作时的工作强度,实现农

业劳动力可持续再生产;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继

续教育和培训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,使农民的非

农业收入增加,并不断提高了劳动力自身素质。
(1)科技支撑可以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强度。

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,科技支撑有利于将现代化农

业技术和设备融合到农业生产之中,在规模一定的

条件下,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劳动作业强度而提高

劳动生产效率,将农业物化技术中的劳动含量转化

为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。
(2)科技支撑可以解放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,并

将之转移到其他领域从事生产或服务,增加非农业

收入。科技支撑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,促进了农业

优良品种推广和现代机械化设备的使用,在农业增

产增收的同时,大大减少了农业单位土地面积承载

的劳动力,从而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制造业、服务

业等领域的生力军而获得非农业收入。
(3)科技支撑可以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。

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是农民自身素质不

高。据统计,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年,农
民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民学习、掌握、理解和采

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[17]。因此,从增加收入角度

看,农民对科技支撑有迫切要求,希望通过科技培训

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。农业生产的规律性和行之有

效的管理手段都需要科技支撑为指导,并用科学技

术及其管理理念武装农村劳动者思想,使农业劳动

者观念自觉由体力型向脑力型、从脑力型向学习型

转变。

3.通过科技支撑提高农民投入资金的周转率

传统的农业资金投入表现为周转速度慢、周期

长,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。尤

其我国农业还处于粗放型阶段,农产品和农业生产

资料流通过程缓慢,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。科技

支撑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农产品的流通速度

以加快资金的周转,节约的部分资金可以投放到银

行或债券,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。
通过科技改进农业生产工序从而缩短农作物生

长时间来加快资金的周转;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,通
过科学的预测和筛选质量优良的品种,降低种子存

储成本,提高农作物产量;通过科学配置肥料和农药

的使用等减少农业投放费用,从而间接增加农民

收入。

4.通过科技支撑加速农民对信息的吸收和利用

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,农民对市场信息需求越

来越迫切。信息科学技术本质上属于科技的范畴,
信息的吸收和利用也需要科技作为支撑。目前由于

农民对科技服务信息渠道了解和研究不到位,从机

制和体制上导致农业科技推广衔接不畅,职能部门

的管理协调不顺和交叉重叠使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

出现被动、单向的局面。
(1)构建农业科技支撑的培训体系,有助于农民

对信息的理解和运用。农村科技信息推广工作涉及

政府农业部门、农业教育院校、科研机构等多个主

体,只有通过政府统筹才能进行系统安排,并给予必

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,建立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全
方位的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。

(2)构建农业科技信息发布平台,有助于农民对

科技的适时利用。各级政府及社会团体组织要充分

利用现代媒体广泛宣传农业科学技术和推广新品

种。从服务手段上要把传统与现代媒体相结合,既
发挥报纸杂志、广播、电视等媒体的作用,又要利用

现代手机、网络等新媒体为农民开展信息服务。开

通农业信息查询、农作物病虫害检测系统等。同时

利用科技信息平台多渠道发布农副产品价格、市场

供求信息及特色种植、养殖、深加工等方面的产品供

销信息,减少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和成本以增加农民

的收入[18]。
(3)科技信息服务加强了政府、农民和农业组织

的互动。地方政府和相关组织及大学生科技信息

服务队,定期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,以县域或乡镇

为单位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科技咨询报告会,与农

民面对面进行深入的互动,直接了解农民对科技

信息的需求,使科技需求到科技供给的信息传递

有效对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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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通过科技支撑提高农民收入的

措施

  2014年初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全面

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》,其
中强调“……推进农业科技创新。深化农业科技体

制改革,对具备条件的项目,实施法人责任制和专员

制,推行农业领域国家科技报告制度”。围绕现代农

业建设,以科技支撑为导向,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

素质,充分利用土地基础性的关键因素开展集约经

营,加大资金投入,加强信息流通,着重建设农业科

技推广体系,增强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,
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,是各级政府部门推动

的一项战略任务,笔者经过对湖北宜昌地区调查研

究,认为应从以下5个方面采取措施。

1.以“新”品种为抓手

为了提高科技运用转化率,始终把农业新技术、
新品种、新模式、新产品、新农械的引进、试验、示范

和推广作为“三农”服务的重点。近几年,宜昌长阳

县贺家坪镇先后引入试验示范推广玉米三北系列、
正大系列、奥瑞金系列、川单29、中金368等优质高

产新品种10来个,引进鄂马铃薯3号、鄂马铃薯

5号、中薯5号、费乌瑞它等马铃薯新品种4个。全

镇粮食品种改良面积2000hm2以上,粮食单产大

幅提升,由以前的400~500kg/667m2提高到现在

的600~750kg/667m2。同时积极推广运用高垄间

套、保湿栽培、测土配方施肥、遮阳栽培等新技术、新
模式,大大提高了土地单位产量,降低了农民投入成

本,增加了农民收入。到2013年,全镇粮食总产在

种粮面积大幅下降(因退耕还林和工程建设)的环境

下依然达到600万kg,可以说,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
模式的运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。

2.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为引导

几年来,宜昌长阳县磨石镇每年兴建1~2个试

验示范推广基地,以基地为平台带动农户,促进农户

自觉优化种植结构,改进生产方式。近5年中,加大

对农业资金的投入,先后围绕蔬菜、茶叶、魔芋、马铃

薯、玉米等产业建设安全菜园、种子扩繁、配方施肥、
生物防治、魔芋半野生栽培、新品种新技术等试验示

范推广基地12个,基地建设面积200hm2以上,起
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,从而推进了全镇农业产

业的快速发展。

3.以科技培训为平台

坚持科技培训为第一手段来提高农民素质,农
民所需要的技术、物配以及许多个性问题都可以通

过培训来解决。宜昌市多个乡镇采取“现场培训、集
中授课、分散指导”相结合的方式,针对主导产业进

行新适用技术、优质新品种、栽培新模式等推广运

用,使农户较快掌握,并应用到生产上。据调查各乡

镇平均每年开展各类技术培训6场次以上,各乡镇

平均每年培训农民300余人,每年发放各类技术资

料2000余份,取得显著的效果。

4.培育壮大科技示范农户

政府部门应把农村科技示范户建设作为广大农

民指导服务的桥梁,优先把新技术、新品种等指导服

务到科技示范户,辐射带动周边农户,起到示范推广

效果;宜昌市在农民科技示范户的建设上,按照“全
国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示范县”项目和农业局的要求,
认真遴选、签订协议、统一挂牌、制定方案、分户指

导,每户辐射带动周边20个农户,“以点带面”既加

大了服务的范围和质量,更提高了科技运用的速度

和效果。平均每个行政乡镇每年培育科技示范户

50户,到户指导100个工作日以上。

5.组建科技合作社,形成合力,减少营销和运作

成本,发挥集约化的优势

自1983年以来,中央出台多个一号文件,鼓励、
支持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,引导农民进

入市场参与竞争;着力支持农民开展市场营销、信息

服务、技术培训、农产品加工、储藏等合作社的组建

和运行。
宜昌市结合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,突破了

依靠家庭、利用血缘、地域、邻里等初级社会关系来

组建合作社,实现了适应市场化发展要求,着力于解

决“卖难”和“买难”的农业商品交易,扭转因市场信

息不对称所造成利益流失的劣势地位而组建各种类

型的合作社。从行业分布、合作的层次和目标上看,
宜昌市出现了多种农业合作组织,据初步调查统计,
全市共有土地股份合作社3家,其中夷陵区、远安

县、秭归县各1家;家庭农场(经营大户)713家。宜

昌市已经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合作社190多

个,通过科技支撑手段发挥了农业集约化的优势,提
高了农民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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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alysisoftheKeyFactorstotheIncreaseofFarmers’Income
———TakingthePerspectiveofSci-techSupporting

ZHANGZhen1,YANJun-xue1,GONGHui-chao2

(1.CollegeofScienceandTechnology,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,Yichang,Hubei,443002;

2.CollegeofEconomic,ZhejiangUniversity,Hangzhou,Zhejiang,310000)

Abstract Sci-techsupportingisthemaindrivingforceof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,

whichisanimportantmeasuretoimprovetheagriculturalproductionefficiencyandfarmers’income.On
thebasisofanalysisofthekeyfactorswhichcanimpactfarmersincreasedincome,suchassoil,labor,

capitalandinformationetc.,thepaperdiscussesthefollowingviews.Sci-techcanincreaseefficiencyand
sustainableuseofsoil;promotetheimprovementoflaborquality,andtransferpartofthelaborforceto
obtainnon-agriculturalincome.Whilespeedinguptheflowoffundsinvestedtopromotetherationaluse
offundsandtoincreasesavings,bondinterestandotherpropertyincome,sci-techcanalsoaccelerate
farmers’absorptionandutilizationofsci-techinformationtoreducecostsandincreaserevenue.Andthen
thispaperputsforwardtoseveralsci-techmeasurestoincreasefarmersincome,includingtakingnewva-
rietiesasthestartingpointandagriculturalsci-techexemplarybasesasguidance,takingscienceand
technologytrainingasplatform,fosteringanddevelopingthesci-techdemonstrationhouseholds,organi-
zingscienceandtechnologycooperationandgivingplaytointensiveadvantageandsoon.

Keywords sci-techsupport;farmers’income;keyfactor;soil;labor;capital;inform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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